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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直升机预计 1000位 1号起降

圈着舰……”初春时节，某海域波光粼

粼，正在此处开展训练任务的辽宁舰上

一片繁忙景象，从空中俯瞰，甲板上身

着各种颜色甲板识别服的官兵，正穿梭

在各型战机间紧张有序地展开工作。

收到上级指令后，穿着黄色甲板识

别服的直升机引导员王双，在战机引擎

的轰鸣声中，迅速带领接收小组就位。

与身边的战友相比，她的身形略显单

薄，但面对海风和直升机旋翼产生的强

烈气流，她站在甲板上岿然不动，挥舞

双臂指挥直升机安全着舰。

走下战位，王双摘去通信头盔和护

目镜，露出清秀的面庞，她是辽宁舰上

众多女兵中的一员。由于航母飞行甲板

是全世界公认的高危作业场所之一，

风险大、隐患多，鲜有女性的身影。

但海军辽宁舰自入列以来，积极拓展

培养思路，打破女舰员岗位使用的传

统认知，让越来越多女舰员的飒爽英

姿出现在甲板、深舱、驾驶室，成为一

线战位、关键岗位不可或缺的一员。近

年来，她们与男舰员一起圆满完成了多

项重大任务，用过硬的实力助推这艘巨

舰驶向深蓝。

“我们是肩负重要职责
的战斗员，在岗位上决不能
当花瓶”

在王双宿舍的衣柜中，有白、蓝、

黄 3种颜色的甲板识别服，每一种颜色

代表着不同的工作，从 2018 年来到辽

宁舰至今，她先后担负安全监察员、系

留员、引导员等职责。

“舰载机是航空母舰的主要作战装

备，对编队作战效能有着重要影响，能

够亲手在辽宁舰甲板放飞战机，是一件

非常酷的事情。” 2021 年，在辽宁舰

“一专多能”人才培养模式激励下，王

双进入航空保障部门，觉得自己很快就

可以在这艘以自己家乡命名的战舰上

“用帅气的手势放飞战鹰”。

但来到航空部门，她首先要完成的是

舰载机系留员岗位认证，为下一步成为直

升机引导员打基础。20 公斤的直升机系

留索、 40 公斤的固定翼舰载机系留索，

成为横在她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她每天扛

着系留索练习，在磨破了很多双手套后，

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系留员。

之后，为了成为直升机引导员，王双

又开始每天重复练习甲板引导手势上百

次，于 2021 年年底，正式成为一名直升

机引导员，将“王双”二字印在自己的黄

色甲板识别服上。

“我们是肩负重要职责的战斗员，在

岗位上决不能当花瓶。”如今，王双已经

记不清自己保障了多少架次直升机安全起

飞、回收，她和女舰员们的出色表现，已

成为辽宁舰甲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同样是直升机引导员的李洁，忘不了

第一次站在甲板上作业时的感受：“回收

直升机时风特别大，不光有海风还有直升

机旋翼吹下来的风，对于男舰员而言都很

难站稳。”

从这以后，李洁开始进一步强化训

练，她在小本子上画出跑位图，练习迎风

站姿，用空余时间举哑铃、练蹲姿加强下

肢力量，向老班长请教甲板保障经验，最

终克服了这一困难，她一直坚信：“男舰

员能完成的任务，我也可以！”

李洁还有另一个身份，是固定翼战机

着舰引导员。相比于直升机引导员，虽不

用在甲板上风吹日晒，但在着舰引导台位

前，面临着难度系数最高、流程最为复杂

的战斗机三类回收，不能有一丝松懈。她

需要始终紧盯屏幕，在雷达捕捉到飞机之

后，及时用语音播报数据，引导飞行员对

飞机姿态进行调整。

第一次真正执行引导任务时，李洁的

声音都在颤抖，机械地报着数据，总害怕

自己报错，还好飞行员稳稳地挂住了阻拦

索，让她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而如今的

她，在清晰准确播报的基础上，还在为飞

行员提供情绪价值。她在战机稍有偏差

时，会通过语调给予一些鼓励，来缓解对

方的心理压力。

去年 6月，飞行员们特意送来一封感

谢信，向女着舰引导员群体的辛勤付出表

示感谢，称赞其为“夜空中最美的声音”。

“能独当一面，才是辽宁
舰的一分子”

“当兵是我最正确的选择，我为自己

能够守卫祖国万里海疆由衷感到自豪。”

2023年 9月，从北京建筑大学毕业的顾丹

钰，成为一名海军战士，在完成 6个月训

练后初登辽宁舰就被庞大的舰体深深震

撼，看到大气磅礴的舰徽和庄严鲜红的军

旗，以及走廊内悬挂的一个个任务纪念标

志，她心中的荣誉感、自豪感、使命感油

然而生。

顾丹钰所在的话务班，是海军舰艇部

队第一个成建制女兵班，担负着辽宁舰话

务台值班任务，主要职责是承担航母编队

作战指挥系统和重大任务人工电话保障，

以及航母内部指挥勤务电话通联。对于她

们来说，3 秒完成号码正答、5 秒完成名

称反答、1分钟输入 150个汉字、3分钟答

出 180个号码，只是入门水平。

“辽宁舰是中国首艘航空母舰，我们

是全军首个舰艇话务台，必须牢记‘首舰

首责’的使命。”听着班长索菲亚讲述战

友们从无到有，边训练、边总结、边规

范，摸索开创出可借鉴、可复制的航母话

务通信规范性保障标准、流程等新成果，

多次获得上级表彰的故事，让这名 2002
年出生的女兵对未来充满憧憬。没过多

久，她便迎来了第一次随舰出航。

“出海即出征，战位即战场。”从学习

制作号码表、张贴号码表到接通首长电

话，向上级汇报情况等，她对自己战位的

职责和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听着随

时响起的战斗警报，看着话务班老兵们迅

速响应，井然有序地上报、操作，她切身

感受了什么叫“百人同操一杆枪”，也在

心中下定了早日独立值更的目标。她始终

牢记班长说的这句话：“能独当一面，才

是辽宁舰的一分子。”

顾丹钰在老兵们的带领下，一起下深

舱、上舰岛，摸排全舰电话终端与保障线

路，研究绘制拓扑结构图、信号流程图等

装备文件，仅用两周时间便达到独立值更

水平，能够在专业学习中熟记上千个号

码，在上岗初期就展现出良好的心理素

质，被班长索菲亚表扬“能够较好地完成

重要部位电话接转任务”。

“舰艇部队是一个专业素养要求极高

的兵种，专业过硬才有立足之地。”班长

索菲亚介绍，辽宁舰打破专业壁垒和男女

界限，广泛采取岗位实践带教、新老分层

精训、男女同标考核的方法，让女舰员与

男舰员同步练本领、同台比能力，她也多

次带领女舰员在舰上组织的战伤救护、三

防、军体等各项比武竞赛中与男舰员一较

高下，她们所在单位获评“全军信息通信

战备先进单位”，所在的话务班也获得了

“全国巾帼文明岗”“辽宁舰团员先锋岗”

等多项荣誉。

前不久，报务班女兵戴芳芳再次在男

女舰员同台竞技的辽宁舰报务专业比武中

夺得第一名，成为这个专业的“三连

冠”，取得骄人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她夜

以继日地刻苦训练。

“以前总是畏手畏脚，害怕自己打错

而影响拍发速度，现在是坚信自己一定

可以打对，因此打得又准又快。”谈及自

己所擅长的电传拍发课目，戴芳芳介

绍，得益于全舰官兵立足重大任务、复

杂实战背景设置下狠功夫、练实技术的

浓厚氛围，她感觉自己越来越自信，时

刻准备着为航母编队信息通信保障贡献

自己的力量。

“这里不仅有着宽敞的甲
板，更有广阔的舞台”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感受双航母编

队的震撼场景。”今年新学期开学不久，

刚出航归来还没有顾得上休整的信号兵唐

乐平，和战友们换上久违的常服，带着精

心准备的文字、图片和视频资料，一起到

驻地附近的小学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两艘航母可以同时进行舰载机放飞

与回收，意味着我们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

取得了大幅提升，是我国维护海洋权益

与和平稳定的有力支撑。”学校大礼堂

内，唐乐平为学生们介绍自己在南海某

海域执行辽宁舰、山东舰双航母编队演

练任务的经历，在深深吸引着台下孩子

们的同时，也把她自己的思绪带回了那

个振奋人心的瞬间。

“我准备放飞舰载机，各号开始占

位。”“我已就位，各号按队形向我靠

拢。”作为一名信号兵，她在辽宁舰驾驶

室一侧，依据上级指令不断向编队各舰

准确传达指令，经过战友们的共同努

力，人民海军的双航母编队首次向世人

亮相。

“解放军姐姐，我长大也想当海军保

家卫国，但是我担心自己会晕船，是不是

就没有机会了呢？”交流环节，在众多举

手的同学中，唐乐平特意选择了一名女生

向自己提问。

曾经在大学学习舞蹈专业的唐乐平，

毕业时本想开一个舞蹈培训班，但是自己

心中那颗小时候就已经种下的种子悄悄发

芽，还是让她选择了报名参军。大学时，

她曾在市电视台、剧院演出，聚光灯下的

舞台让她感觉成就满满。但来到辽宁舰以

后，她从来没有后悔，在自己的岗位上，

从一名舞蹈演员变成了一名合格的信号女

兵，多次执行重大任务。

在距离她战位仅有几米的航母驾驶

台，一直想“开着航母闯大洋”的女兵

叶瑾瑜，通过日复一日的拼搏，很快就

从班里的男兵女兵中脱颖而出，取得了

操舵兵岗位的资质认证。她通过小小的

舵轮和车钟，操控着数万吨的钢铁战舰

劈波斩浪，在远海大洋绘出一道道精彩

航迹。

那次双航母编队演练任务结束，舰

载战斗机返航归建前，在辽宁舰上空编

队通场，向舰上的官兵致敬，与此同时

叶瑾瑜按照指挥员指令，拉响了自己上

方的汽雾笛手柄，向飞行员鸣笛回礼。

这庄严神圣的时刻，叶瑾瑜的泪水在眼眶

里打转，她觉得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

得的。

“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就算有再大

的困难都能够克服。”唐乐平用自己和叶

瑾瑜两名女兵成长的故事，告诉这名女

生：“这里不仅有着宽敞的甲板，更有广

阔的舞台。”

在同学们积极踊跃的发言提问中，这

次国防教育课接近尾声，辽宁舰官兵与孩

子们合影，一起做出了放飞舰载机战斗机

的“航母 style”动作，唐乐平对孩子们

说：“让我们一起放飞梦想，起飞！”

□ 姜 涛 吕赈方 李昊天

“计时起飞！”仲春时节，渤海

湾某机场薄雾笼罩。清晨，随着指

挥员一声令下，数架歼 -15 战机接

续起飞，拉开海军航空大学某团

实弹投射训练序幕。此次训练包

括火箭弹、航炮和航空炸弹等多种

弹药，检验飞行学员实际使用武器

的能力。

编队抵达目标海空域后随即解

散，进入靶场航线。正当飞行员进

入射击角度时，一团海雾不期而

至，地面靶标一时隐藏在海雾 之

下。地面保障人员紧盯各系统屏

幕上空中态势，密切关注空中天

气变化。此时，由于错失最佳攻击

角度，飞行员立即穿云后重新拉起

复飞。

“火箭实弹进入。”几分钟后，

海雾逐渐飘散，在靶场指挥员的精

准指挥下，飞行员再次加入射击航

线。俯冲、瞄准、锁定、发射……

飞行员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机翼

下数枚火箭弹喷着火舌凌厉而出，

直扑靶标。随着靶场上响起的爆炸

声，地面靶标瞬间尘土飞扬，火箭

弹精准命中靶心。随后，参训飞行

学员依次进行航炮射击和航空炸弹

投射训练。

“实弹射击训练不仅能够检验舰

载战斗机飞行员实际使用武器能

力，更能为后续遂行其他任务提供

可靠支撑。”塔台内，飞行指挥员介

绍，此次训练正值海上雾气多发时

节，气温变化幅度大，海陆风转换

频繁，平流低云增多，导致靶标不

易观察，容易出现退出高度低等问

题，空中态势感知与打击目标时机

变得难以掌握。

首轮飞行结束，战机依次进行

陆基模拟着舰训练，安全返回机

场。下飞机后，飞行员立即来到讲

评室，通过试训评估系统和靶场视

频，回看射击高度、角度和命中情

况，查找问题不足，总结经验教

训，为后续训练做好针对性准备。

针对参训人员技术层次复杂、

航线参训飞机多、节奏转换快等特

点，该团各基层单位分别成立领导

小组，科学筹划飞行和保障计划，

参训飞行学员加强理论学习和模拟

器训练，熟记靶场使用细则、安全

规定、武器使用和特殊情况处置方

法，根据武器使用特点进行针对性

技术研究，扎实提高准备质量。

空 中 精 准 射 击 ， 地 面 保 障 有

序。停机坪上，油料、四站等各型

保障车辆有序穿梭，进行勤务补

给，机务人员迅速对飞机航电、机

械、军械等系统检查维护，为飞机

再次出动做好准备。

“训练实打实，未来战场才能硬

碰硬。”该团领导介绍，他们坚持战

教一体、理训融合，通过设置实战

化 背 景 ， 展 开 实 弹 射 击 训 练，推

进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由“能飞、

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升级

转型。

傍晚时分，参训飞行员穿戴好

装具，再次登上战机，不多时，数

架战机再次呼啸升空，新一轮实弹

射击训练在海天之上打响……

凌云出击
——海军航空大学

某团组织飞行学员实弹
投射训练

王双（左一）带领接收小组引导战机在辽宁舰甲板降落。 齐志豪/摄

航母女兵
——记海军辽宁舰女兵群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赵金石 杨满库 张乂心

清明时节，大江南北已是春暖花开，

喀喇昆仑高原上依旧寒风呼啸，一幅隆冬

景象。康西瓦烈士陵园里，新疆和田军分

区某边防团官兵开展“牢记先烈遗志，传

承英雄精神”主题祭奠活动，铭记先烈，

告慰英灵。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

誓……”当天 10 时，宣誓仪式在烈士陵

园卫疆广场正式开始。官兵们高举右拳齐

声宣誓，雄壮有力的誓言在崇山峻岭中久

久回响。

位于新疆和田地区和康县境内的康西

瓦烈士陵园，海拔 4280 米，是全军海拔

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包括牺牲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自卫反击作战的 115 名革

命先烈，这里又被誉为喀喇昆仑高原守防

官兵的精神高地。

“一年前，我有幸来到这个充满战斗

力和凝聚力的集体，学习了先辈们卫国

戍边的光荣事迹，特别是了解到在这个

驻守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部队中，先后涌

现出‘喀喇昆仑钢铁哨卡’神仙湾边防

连、‘团结战斗模范连’天文点边防连、

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等先进集体，铸

就了‘热爱边防、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顽强拼搏’的喀喇昆仑精神，我感

到与英雄前辈的距离更近了。”某连上等

兵、烈士陵园讲解员洪敬在宣誓仪式上

深情地说。

“‘爆破英雄’王忠殿在部队进退

两难时，选择用身体顶住爆破筒，炸开

敌人的暗堡；‘滚雷英雄’罗光燮在半条

左腿被炸飞的紧急时刻，拖着只剩半截

的左腿，果断地用身体向雷场纵深地段

滚去……”纪念碑前，洪敬动情讲述着

先辈英勇战斗的感人故事，官兵们不由红

了眼眶。

不远处的碑林里，一排排烈士姓名和

生平简要罗列，记述着自 20世纪 60年代

至今的英雄传承。“魏正杰”是前几年新

添上去的名字，他牺牲于 2019 年，如今

的官兵中还有他曾经的战友。

2019年 6月，魏正杰所在连队在海拔

3800 多米的野外驻训场组织体能训练，

尽管刚上山两天，但魏正杰强烈要求参加

训练，一心想尽快跟上连队的训练水平。

没想到在越野长跑冲刺阶段，他突然直挺

挺地倒在地上失去意识。战友立即将他送

往三十里营房医疗站抢救，遗憾的是终究

晚了一步，魏正杰年仅 20 岁的青春永远

定格在雪域边关。

康西瓦烈士陵园里的 115名烈士，大

多与魏正杰一样，牺牲时不过 18、 19
岁，年龄较大的也只有 20 出头。他们中

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儿女，父母很多也

离开了人世。由于康西瓦远离内地，新

藏线艰险难行，高海拔环境常人难以承

受，烈士亲属很难到现地祭奠。但戍守

在喀喇昆仑高原的官兵从未忘记，每逢

清明节、烈士纪念日，他们都会到陵园

为先烈擦墓碑、描碑文。

“兄弟，我来看你了……”魏正杰墓

碑旁，中士史天康泣不成声。在他的身

后，去年 9月下连的新兵列队成行，向他

们的班长魏正杰三鞠躬，庄严宣誓：“您

放心，我们一定会传承和发扬您顽强拼搏

的精神，绝不把祖国领土守小了，绝不

把祖国领土守丢了！”

“虽然岗位不同、职务不同，但他们都

具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境界。”在

“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烈士的墓碑前，

某营营长杨辉现地组织起一堂名为“我

与英雄的诉说”主题教育课，讲述自己和

英雄们一起训练、一起执勤的点点滴滴。

家住喀喇昆仑山脚下的大学生士兵、

下士艾力卡木·吐尔孙，从小听大人们讲

述高原官兵卫国戍边的感人故事。受到陈

祥榕的感召，大三那年寒假，他果断报名

参军，毅然选择去陈祥榕生前服役的地方

守防。经过两年的历练，服役期满后他再

次选择留队，继续留在雪域高原，誓与英

烈一道守护祖国大好河山。

在“肖思远班”，现任班长李积来每

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班长整理床

铺。4年前，受肖思远的影响，李积来从警

校毕业后便选择参军入伍。刚到连队时，他

本以为可以凭借警校的“过硬底子”轻而易

举成为连队的训练尖子，却没想到在第一次

多课目连贯性考核中就名落孙山，遭到不小

的打击。

“这点困难都能把你难倒，怎么像肖班

长一样当‘尖刀’！”班长侯安安的一句话，

帮助李积来重拾信心。望着墙上肖思远背着

背囊的笑容，他暗下决心告诉自己，“绝不

能给老班长丢脸！”

自那以后，李积来训练得比以往更加

“起劲儿”，各项工作都抢着干，训练场上更

是事事争第一。2022 年服役期满，他毅然

选择放弃条件优渥的工作岗位，申请留队，

并光荣地成为第二任“肖思远班”班长。

“肖班长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一直都在

我们的心中。”当上班长后，李积来训练更

加刻苦了，每次在高原山地进行野外拉练，

他都要扛起连旗，跑在最前头。 2023
年，李积来带领全班出色完成上级赋予

的执勤任务，荣获集体三等功。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

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这是陈红军

在书中标注的一句话，该团参谋部协理

员周贵福将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入伍

17 年，周贵福上高原、翻达坂、抗缺

氧、战严寒，始终坚守任务一线。当连

长时，他狠抓实战训练，积极探索新编

制、新装备战法训法，总结出的 10余套

“金点子”“好方法”，在全团推广运用。

“比起英烈的付出，我们吃这点苦

算什么。”周贵福坚定地说，“不论千难

万险、千辛万苦，我们一定守好脚下的

每一寸领土。”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山知

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

会忘记我。”活动结束，汽车鸣笛三声

缓缓驶去，车上官兵们豪迈的歌声远远

传去。

在他们身后，巍巍雪山环抱着肃穆

的烈士陵园，目送年轻的官兵又一次奔

赴战位。他们追随先辈的脚步踏上边防

热土，那里是英雄的边关，英雄的喀喇

昆仑。

“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


